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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说明

‘
· ：

一、本书属于行业专志，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

相结合的方法编写。主要记述从1858年至1985年断

限内的湖北外事活动，以存史为主旨，提供读者借鉴、

资治和教育之用。

‘二、《湖北外事志》的编写工作，自1985年4月开

始，在外交部有关部门、省地方志编委会和省外办党组

的关心支持下，历时三年半。外办主管修志工作负责

人孙耀华、吴雅，编审李一多，执笔人程立文(第一章、

第二章部分)、袁升科(概述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部

分)、岳进(第四章、第五章部分)、吴保明(第六章)。彭

富源同志负责资料工作。最后由程立文通稿。辛汉春

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。

三、本书所用资料主要来源本办档案室、北京国家

第一历史档案馆、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、恩施地区

档案馆、省地方志编委资料室和一些从事湖北外事工

作多年的老同志提供的口碑资料，建国前部分资料采

用武汉市外事办公室整理的有关武汉外事活动史料。

四、《湖北外事志》在搜集资料及编写过程中，得到



省地方志编委、省志编辑部、省外办各业务处、省直有

关厅、局，各地、市、县外办，特别是武汉市人民政府外

事办公室和本办谢敏芝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，在此

深表谢忱。

五、湖北地方外事交往史料过去一直未曾系统收

集整理，尤其是近代涉外文献资料甚少。此外，又由于

我们编纂水平所限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期望能得到补

充和指正。

六、《湖北外事志》系内部参考资料，请持阅者妥善

保管，不得随意借阅他人，更不得向国外提供。



序 ．言

。本志记载了自1858年起至1985年止的这一历史

时期的湖北外事活动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外国列强视我

中华民族软弱可欺，蜂拥扑来．竞相掠夺，中国逐渐沦

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湖北地处中原，西控巴蜀，东

连吴会，水陆通衢，四通八达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。帝

国主义垂涎已久。《天津条约》以后，汉口辟为通商口

岸。从此，列强在鄂设领事馆、辟租界、建工厂、开银

行，控制经济命脉，践踏中国主权，左右政局，为所欲

为，华洋事件迭起，流血惨案时有发生。然而，人民是

不屈的。湖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，和帝国主义进行

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，用血与火谱写了一曲又一曲

民族正气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，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

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人民当家作主，彻底摆脱了半

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命运，结束了旧中国丧权辱国的

外交史，湖北的外事工作随之启开新的灿烂篇章。建

国三十多年以来，世界五大洲各国客人相继访鄂，尤其

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改革、开放政策的贯彻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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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旌和外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，湖北对外交往发展迅

速，外事活动范围El益扩大，呈现出多渠道、多层次、多

形式的活跃局面。现已同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

着友好交往和经济贸易关系，省及部份省辖市还同日

本、美国、联邦德国等国结成两对友好省州关系、四对

友好城市关系，为我省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。

纵观百余年的湖北外事，说明“弱国无外交”，亦证

明“封闭便落后”。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留下了惨痛

而深刻的印迹；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

带来了勃勃生机。从这里，可以受到启迪，得到借鉴。

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新的形势下，我们要继续坚持对

外开放政策，努力学习，扩大视野，勤奋工作，积极进

取，把我省外事工作做得更加活跃、灵活，为湖北在“中

部崛起”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’

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于武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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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本志记叙近代以来的湖北外事，包括外事机构、外

事往来、外事管理等项内容。其间历时一百多年，经过

晚清、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变革和时代飞跃，

因之外事活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。 ：．·，

t． 湖北武汉，地处华中，是全国重要的水陆交通枢

纽，素有“九省通衢"之称，乃内陆物资集散重镇，帝国

主义垂涎已久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东、西方帝国主

义列强视我中华民族软弱可欺，蜂拥扑来，竞相掠夺。

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．·1858年冬，英国

驻华公使额尔金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中英

《天津条约》关于辟汉口为通商口岸的条款，率“狂怒

号”等多艘炮舰，由上海溯长江而上，抛锚汉口江面，窥

视武汉三镇，谒见湖广总督官文，开始了近代湖北的外

事交涉。．1861年4月，英国驻上海领事署公布《扬子

江贸易章程》，称汉口为英商埠。接着，俄、美、法、德、

意、丹麦、荷兰、比利时t日本、葡萄牙等国相继到汉通

商。与此同时，列强先后在汉设领馆、辟租界、盖工厂、

办洋行、开银行、控制经济命脉，左右政局。从此，外国

舰艇穿梭于江面，外国军警巡捕横冲直撞于市区。侵

略者凭借“领事裁判权”，恣意践踏中国法律，为所欲

圆孔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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